
人在途中

我和他同一天经招聘进公司，被
分到网络部从事信息采编的工作。这
算是公司里最枯燥的工作，我们需要
不断地复制与粘贴，实在让人乏味。

他本科毕业，学广告的，原本应聘
的是公司策划部，可却阴差阳错地被
安排到网络部。他每天在QQ上跟我
抱怨工作量大，又学不到任何东西，还
埋怨组长不给他调换岗位。

我静静地听他发泄，而后便劝他，
不要着急，慢慢来吧！

其实，我也很沮丧苦恼。专科毕业
的我，学的是新闻采编，但每天的工作根
本就用不到大学里所学的专业知识。

网络部在一个大大的办公室里办
公，每天都安排人员值日，我与他被安排
在周一与周二。周一值日时，我总会把
抹布洗干净后再擦桌子。办公室里有几
张闲置的电脑桌，放在一边。但每次值
日，我还是会将它们认真地擦拭一遍。

擦一遍桌子，我需要花20多分钟。
而他，通常10分钟不到就搞定了，那些闲
置的办公桌他是从来不擦的，抹布也不

去清洗。每张桌子，他都是轻轻松松
一带而过，当我擦得满头出汗时，他总
笑我，那些桌子也没人用，擦它干嘛？

一个多月后，组长找我谈话，问我
想不想去策划部工作，我一听，非常兴
奋。能到策划部去工作可是我梦寐以
求的。组长说：“策划部那边缺一个文
案，部长让我推荐一个新人。正好你
快转正了，就推荐了你。”我连连感谢
组长，并轻声地问了一句：“为什么不
是他呢？他可是学广告的呀。”

组长低沉地回道：“公司准备辞退
他。”我十分诧异。组长语重心长地告
诉我：“他的确比你更适合搞策划，可是
他的工作态度太散漫了。你们值日擦
桌子的时候，我注意了一下，你对待每
一张办公桌，都非常认真，就连闲置的
也没有放过。而他，每次只马马虎虎地
擦一擦有人办公的桌子。其实，任何一
个公司都非常在意员工的工作态度。
至于工作能力，公司是可以慢慢培养
的，但工作态度，别人是帮不了的。”

几日过后，当我坐在策划部办公

室的时候，他已经悄悄离开了公司。
同事们都调侃，说我是擦桌子擦进策
划部的。其实，我心里明白，擦桌子只
是一件日常小事，帮助我晋升的，是我
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

生活里，成与败，优和劣，其中因
素有很多，往往多数自己无法左右，但
态度因素，我们可以。

态度，看似不起眼，常被忽略，但有
时却能成为关键，决定着全局。简单的
态度，蕴藏着丰富深刻的人生哲学，缓慢
悄然地改变着生活！

本版插图 涛 涛

态度与人生
汪 亭

心灵驿站

去年母亲过生日那天，我给母亲买了
件薄外套，一件外套1200块，当母亲看到
标签时，吃惊地对我说：“这衣服怎么这么
贵？金丝做得吗？”我笑着说：“不贵，只要
您喜欢，多贵，我都愿意给你买。”

生日聚餐那天，母亲并没有穿这件新
衣，相反穿的是一件早年前买的外套。那
天我问母亲为什么不穿，母亲说：“衣服太
贵了，万一挂着哪里脱丝了怎么办？再说
了，我还想着改天去商场退掉，钱你拿回
去，以后别买这么贵的东西。”

听母亲这样一说，我不乐意了，心想
哪个父母不喜欢儿女给自己买礼物，偏巧
她就不喜欢。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她轻
声说：“不是说你买的不好，你想想咱平头
老百姓一个，穿不上这么好的衣服，我穿

着去买菜，万一弄脏了呢；我穿着去做客，
人家还以为我显富。反正啊，这衣服我一
上身就浑身不自在。”

细想一下，母亲说得也并非没有道
理，记得老公曾说过这样的话，好衣服和
好鞋是要分场合穿的，像咱们这样每天挤
公交的工薪族，穿那么好的衣服和鞋有用
吗？一件衣服动不动就成千上万，咱一个
月又能挣多少呢？当自己的收入和支出
不成正比的时候，就要反思一下自己是不
是为了虚荣而去消费。

老公的话是对的。只要衣服面料好，
做工精细，几百块钱的衣服，就已经很不
错了，实在没有必要买太贵的。这也是母
亲常说的话，在她看来，什么样的人，就过
什么样的生活，普通人过普通生活，图的

就是轻松自在。
后来，我陪母亲去商场把那件衣服退

掉了，用退回的钱给她买了两件她看中的
衣服，穿着新衣，母亲笑着说：“你看看这
衣服多好，才只两百块钱，做工好，料子
好，我穿上也舒服。”看着母亲笑得如此开
心，我忽然间明白，其实，父母不需要子女
给予太多贵重的东西，相反很简单，只要
是他们需要的就好。

父母需要什么呢？此时在我看来，父
母需要的是子女的陪伴，需要的是子女能
够时常陪着散步聊天，需要的是他们穿起
来贴心的衣服。给父母需要的，才是真正
的孝顺，相反那些只知道用钱打发父母的
子女，他们永远都不知道何为真正的孝
顺。

给父母最需要的
朱 凌

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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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岁了，好像一转眼的事儿，除了眼角密布的皱
纹与日俱增，生活倒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想想走过的
岁月，不由得感慨万千。

人生如白驹过隙，时间就这样一天天从指缝间流走
而毫无知觉。记得二十年前在一个十元店里，几个“狐
朋狗友”分别时喷着酒气的豪言：下次开着宝马相会。
二十年一挥间，能开宝马的不多，践约者更是寥寥，现实
和理想就差了那么一大截。

曾很拉风地带着爱人骑着单车在雨中狂奔；很率直
地为领导的某些不合情理的做法而义愤不平；很天真地
为外人轻描淡写的一句表扬而暗自得意……逝者如斯
夫！这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情仿佛还在昨天，
可岁月却把我们拉进了中年的门槛。

四十岁了，两个人过着过着，挂在嘴边常用来做撒
手锏的“离婚”二字，已不见了踪影；过着过着，许多次到
了家门口，不用掏钥匙，门就会自然打开。爱人说，早就
听见你的脚步声了；过着过着，爱情就变成了亲情，不再
甜得发腻，却更像是病中的一杯热茶，出差时的一个电
话，烦恼里的一句抚慰。

四十岁是一棵树，长在现实的土壤里，忍受着来自
生活各方面的压力。这时，上有年迈的父母需要尽孝
道，下有年幼的子女需要尽义务，还有事业、家庭和社会
关系需要兼顾，哪一方面都得劳神费力。再大的苦痛也
只能自己扛着，想哭，还得把肩膀让给别人靠着。看来
要想轻松活着并不是简单的事儿。

人们常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其实是屈的时候多，伸的
时候少。男人到四十了，生活也把灵魂深处存在的那点浪
漫、遐想彻底地围剿干净了，人生开始进入一个平和的阶
段。少了争强好胜，多了宽容雅量。受了委屈也能默默地承
受和自我排解，而不会叫嚣着去争个高下。许多恩恩怨怨皆
可一笑了之，有了一种俯瞰人世、登高望远的旷达和宁静。

出去转一圈吧，呼吸一些大自然的清气。男人到四
十了，如果仍然一事无成，就不要再为难自己了，只要尽
了力，过程和结果同样美丽。没有人会吃饱了没事干，
老拿你和巴菲特比。只要自己放低目标、摆正心态，日
子照样过得舒舒服服。

父亲很久没有给我打电话了，虽然这是我渴
望已久的安静，但真的安静下来，又觉静得寂寞。

父亲也是个手机控，但他的“控”只体现在
我身上。麻烦的是父亲打电话常有惊人的固
执，如果我没听到电话响或者不接，他就会一直
拨打，直到我接为止。我曾委婉地提醒过他，如
果我不方便接电话，之后会给他回过去的。可
是父亲理直气壮地说：“你一个人在外面，打电
话不接，我怕你出事！”

父亲关爱的理由这么充分，令我无法抗拒，
只好强忍着随其所欲。但他经常会在你忙得火
烧眉毛的时候打电话过来，然后慢条斯理地问你
在做点什么，怎么吃饭……想到父亲之前说过的
理由，此时此刻我也不能对他表示不满。久而久
之，我对于这样的“骚扰电话”也习以为常了。

父亲的突发性“骚扰”，印象最深的是我还
在读大学的那次。清晨，整个宿舍都还在睡梦
中，一阵催命般的手机铃声狂响。父亲一大早
就来电话，我都慌神了，半秒钟内我整个人就完
全清醒了，接通电话后连爸都没喊，直接就问：

“怎么了？”可父亲接下来的回答让我哭笑不得，
他说：“没事啊，我就是睡醒了给你打个电话。”

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忍受着父
亲不合时宜的打扰。直到半个月前，我正被领
导训导，手机又一直在响，我终于爆发了。事后
我对着话筒大喊：“总是不看时间就打电话，我
得上班呀，你以为能时时候着你吗！”

那天后，之前平均一天一个电话的父亲竟
然大半个月没再打我电话。刚好轮到我休年
假，由于心存内疚，我就没再出去旅游，而是直
接回了家。父亲见我回家乐得合不拢嘴，也没
有提我在电话里对他大吼的事。

傍晚，父亲到楼下找棋友下棋，我在家里陪
着母亲做饭。饭做好后，母亲让我打电话叫父亲
回家吃饭。电话拨通后，父亲的手机竟在茶几上
响起来，我过去拿起来一看，父亲手机屏幕上显示

“不许打”这三个字，下面紧跟的是我的手机号码。
我愣了下，然后拿着手机疑惑地问母亲：“我

的名字怎么变成‘不许打’了？”母亲一边解下围裙，
一边接过手机说：“他怕自己忍不住会打电话给你，
所以就这样写来提醒自己，拨通了看到‘不许打’也
可以及时取消嘛，这老头整天闲得没事干……”

母亲的唠叨又开始了，只是我都听不见，我的
脑海里挤满了父亲带着老花镜，佝着腰对着我的手
机号欲拨又止的画面。好不容易找到号码拨通了，
但看到“不许打”三个字后，又紧张得手忙脚乱地按
下取消。如此反复，煎熬了思念，疼痛了父爱！

我迅速开门下楼，跟母亲说去找父亲回来吃饭。
我强忍着内疚，没有让眼泪掉下来，因为我要笑着对父
亲说：“老头子，以后我的电话，你随时想打就打啊！”

母亲的脸颊上又新添了几道皱
纹，头上的白发也增加了许多……母
亲真的老了。实在经不住我和妻子
的再三劝说，母亲终于同意搬过来与
我们同住了。

母亲搬家的那天，我帮她去收拾
东西。我惊讶地发现，母亲竟然保存
了许多旧时的物件，家里俨然就是个
小型的“博物馆”。在母亲所有的收
藏中，那台伴随她30多年的老式缝纫
机应该算得上是唯一的“大件”了，而
母亲收藏最多的竟然是我的衣服，橱
子里、柜子里几乎到处都是。这些衣
物，记录着我的成长，也记录着母亲
的岁月，我轻轻地抚摸着，心里顿时
感觉温暖了起来。

母亲是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她天
生勤劳，心灵手巧，家里原本普通的桌
布之类的用品，经过母亲一番加工后
就会显得很漂亮，并不富裕的生活因
此而在母亲的手里变得精彩和丰富起
来。我上高中以前穿的衣服几乎都是
母亲自己设计和裁剪后再用缝纫机做
成的。母亲做衣服很有创意，我孩童
时穿的衣服，大都镶着边儿，胸前和衣
袋上还会有一些用彩色碎布缝制成的

小动物或小人儿的图案，常常让同龄
的小伙伴们羡慕不已。

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我渐渐地
长大，生活也越来越好。专卖店里的
衣服琳琅满目，总能选择到一些自己
喜欢的，因此嫌费事儿也就不愿意再
让母亲给自己做衣服了。反倒是有
些过时的衣服尽管还很新却不愿再
穿了，母亲怕我扔掉就帮着收拾了起
来，后来，我只要有不穿的衣服就
会送到母亲那个“大后方”。近几
年，母亲的衣柜里又多了些小孩
的衣服，那是她孙女的，她也乐得
自嘲说自己就是个“老保管员”。
如今，年过花甲的母亲依旧闲不
住，不时地打开缝纫机，给这个改
改，给那个缝缝，一副乐此不疲的
样子。

除了衣服这“专项”的收藏
外，母亲还收藏了不少的“杂
项”。在母亲的小阁楼上，我意外
地发现了一个旧木箱，打开一看，
里面整齐地摆放着我曾经用过的
作业本、橡皮擦、铅笔刀、文具盒
……甚至还有一个木制的陀螺，
想当年那可是我的心爱之物，我

还歪歪扭扭地在上面刻下了自己的
名字呢。看着看着，我的眼圈不禁有
些湿润了。

纵然尘世间有着万般收藏，但无
一不是源自收藏者心底的那一份挚
爱。母亲用她独特的方式收藏着我
成长中的每一个细节，在她几十年的
漫漫收藏中，那又该是包藏了多少她
对子女最无私的爱！

别样的亲情
温冬燕

母亲的“收藏”
徐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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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们喜欢追逐奢侈，购豪宅、
驾名车、追捧奢侈品牌。但就算拥有了
一切，有时却仍倍感空虚，因为再多的钱
也买不来世间最奢侈的东西——真情。

梁晓声在其文《男女关系变“干瘪”》
中曾说：在当代，中国人判断人的观念疏
忽地变得空前单纯和简易。在一切女人
眼里，男人只剩下两类——有钱的和没钱
的；在一切男人眼里，女人同样只剩下两
类——漂亮的有姿色的和不漂亮的毫无
姿色的。于是当今中国人生活似乎五光
十色，但最终抽象为两个基本点——金钱
和美色。如今无可争辩的事实使女人们
面对时代丧失了起码的安全感，男人们则
觉得姿色慰藉不了他们的占有欲。

女人为了奢侈接受男人，男人为了
取悦女人极尽奢侈。诸多的奢侈物似乎
因为爱情而拥有，然而却根本代表不了

爱情，也滋养不了真情。昂贵的价格难
敌真情的无价，豪华的包包远不抵纯情
的质朴。

我们拥有了太多的物欲，却忘记了
最本真的感情。只要感情不要面包的年
代早已逝去，为了面包，我们可以抛弃一
切。为了目的，底线早已沦陷。北爱的
故事那么感人，也只能印证最真的爱情
也抵挡不住现实的诱惑；蜗居的海藻再
纯真，也不能抵挡豪宅阔绰的享受。

然而再宽绰的豪宅也承载不了孤寂
的心灵，再奢华的装修也点缀不了干涸
的爱情，再昂贵的皮包也掩饰不住虚浮
的虚荣，再炫目的服装也舞不出幸福的
旋律。

当今社会最奢侈的不是黄金，而是
真诚；不是品牌，而是诚信；不是奢华，
而是淳朴，是朋友相处的纯真友情，亲人

不离不弃的亲情，爱人不掺杂质的爱
情。所以不必为没有别墅自卑，不必为
没有豪车焦虑，不必为没有奢华而无奈。

独揽真情，你就寻到了沙漠里的绿
洲；把握真诚，你就呼吸到了纯洁空气；
享受质朴，你就吮吸到了清冽山泉。你
的心是干净的，你就身临无垠的草原；你
的心是清净的，你就置身广袤的世界。

豪宅可以买回来，但房间里的温馨
买不到；名车可以去兜风，但自由的憧憬
抵达不到；奢华可以去装饰，但真正的微
笑无法去掩盖。

你回转身来，体味父母无私付出，你
最受宠；你驻足回首，品味朋友真心关
爱，你最富有；你侧目看看，回味爱人与
你并肩甘苦，你最幸福。

既然，你已经坐拥了世上最奢侈的
真情，你还奢求什么？

此生最贵是真情
杨 晔

男人四十男人四十
乔兆军


